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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管控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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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不再单独计列以及造价高质量管控的背景下，本文针对工程现场人员管理

系统费用结算管控提出一种优化思路，包括结算管控策略优化和系统模块费用优化两个方面。首先对结算管控现状

进行分析，并出管控策略。其次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中设备价格按近期调整，同时将设备周转次数由三次变为四

次，推演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助力电网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水平、保障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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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年5月，国家能源局颁布《2018年版电力建设工
程定额和费用计算规定》，按照2018版预规，工程现场
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由安全文明施工费和项目法人管理费

（工程信息化管理费）解决。由此为依据，工程现场人

员管理系统费用不再单独计列在电网工程基建工程估、

概、预算中，这也带来了相关问题，如建设单位如何管

控此费用，施工单位如何结算此费用等。与此同时，电

网企业不断深入推进电网高质量建设，推进现场造价标

准化建设，全面实施分部结算，加强造价管理成效监督

检查[1-3]。*

在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不再单独计列以及造价

高质量管控的背景下，本文针对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

用结算管控提出一种优化思路，体现在结算管控策略优化

和系统模块费用优化两个方面，有助于适应电网企业精

细化管理要求，提升造价成本控制能力，促进投资的高

效化，有效支撑工程结算，实现造价的高质量控制[4-5]。

1��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与费用定义

（1）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是指在线路工程和变电工程施

工现场，设置固定或移动式信息采集设备等软硬件系统。

（2）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是实施工程现场人员管

理系统所需要进行的相应设备购置(摊销)、安装和调试，
土建，技术支持、运维及后续处置等组成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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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管控策略

本节结合结算流程以及结算条款相关理论对工程现

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根据费用

管控的相关方法提出管控策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费用

结算管控现状、管控策略两个方面，在分析管控现状的

基础上提出管控策略，旨在有效管控工程现场人员管理

系统专项费用结算工作。

2.1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管控现状
当前，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并未纳入招标范

围，由施工单位在施工措施项目清单中“自报”，而后

施工单位与供应商签订框架合同，工程结束后建设单位

与施工单位根据供货清单和框架合同里的单价，同时结

合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模块指导单价按实结算。

通过分析当前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管控现

状，可以发现该费用管控在以下方面仍具有提升空间：

（1）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指导单价仍需优化。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中的主要设备是可以多次循

环使用的，这便影响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的模块指

导价格。现行模块指导单价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设

备周转次数考虑为3次，但通过调研分析，工程现场人员
管理系统设备周转次数超过3次，因此有必要提高设备的
周转次数，进而优化模块指导单价，使之更加贴近实际

水平。另一方面随着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中设备、材

料等价格的变化、施工方管理水平的提升，有必要充分

调研当下实际数据，对模块配套费用指标进行优化。

（2）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管控方法仍需丰富。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相应工作在各电网企业内大

力推广，一定程度上增长了对于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

费用管控的认识程度，但目前针对该费用的管控方法较

为粗狂，仍需继续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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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并未纳入招标范

围，这使业主不便于控制投标报价，不能扩大供应商范

围，不能择优选择供应商。此外，当前投标单位在施工

措施项目清单中“自报”，这便给了投标单位不平衡报

价的机会，可能造成相关费用缺乏真实合理性。因此，

费用管控方法的粗狂会导致其应用效果也达不到预想的

状况，让电网企业在费用控制方面制定的相应规则没有

发挥其作用，最终费用控制目标也就不能达成。

（3）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设备管理意识仍需提升。
在目前的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设备日常使用管理

中，很多设备的使用都缺乏日常维护以及保养工作的开

展，因此，导致其使用效率和寿命大打折扣。设备的维

护保养工作通常要求专人专员处理，细化落实到个人。

但现实是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落

实不到位，甚至存在设备管理盲区，不做台账登记与数

据记录而随意使用设备，最终导致使用寿命大大缩短。

同时，相关单位忽略了应加大对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

统设备和工程施工人员的前期投人管理力度，导致在设备

管理上显得杂乱无章，毫无正常秩序管理可言，致使周转

效率低下。而且设备相关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普遍较低，

最终造成从事设备管理的技术人员综合素质水平较差，这

也影响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设备的使用寿命。

2.2  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管控措施

（1）优化模块指导单价。
一是调研当下实际数据，应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收集

的费用数据进行分析，获取有效费用数据信息，为工程现

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管理作支撑，如建立分布式数据库，

提高响应速度，满足对费用数据快速查看和分析的需求；

二是根据历史数据，应用人工智能算法模拟预测设备损耗

率、周转次数，以综合考虑市场因素及管理水平变动对设

备费用影响，进而优化模块计列的设备费用；三是设备材

料分类管理与分类计算，合理划分可摊销设备材料与一次

性消耗性材料。针对可摊销设备材料，施工单位应采取专

人管理、明确责任制、合理使用、定期保养等措施，使其

保持良好的状态，进而提高可摊销设备材料的周转次数。

（2）利用优化的模块单价，指导工程结算。
建设单位费用结算时，将施工单位上报的结算费用

和模块单价开展分析比对，确保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

结算合理、规范。

3��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优化

本节根据前文提出的管控策略现行模块指导单价进

行优化，将110kV、220kV输变电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
中设备价格按近期调整，同时将设备周转次数由三次变

为四次，推演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旨在

优化模块计列的设备费用，进而为有效管控工程现场人

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提供理论依据。

表1��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设备费用对比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现行设备费用（元） 推演设备费用（元） 增减百分比（%）

1 人员管理系统工作站 12940 7500 -42.04
2 制证系统设备（散件T-B-8） 22360 10000 -55.28
3 制证系统设备（散件T-B-9） 22360 11000 -50.81
4 PC终端（T-X-1） 8000 3000 -62.50
5 PC终端（T-X-2） 14500 6800 -53.10
6 UPS电源 3000 3600 20.00
7 地标标识 3682 1500 -59.26
8 电源适配器控制箱 1200 621.6 -48.20
9 人员闸机（三辊闸B-B-2） 13000 15000 15.38

10 人员闸机（三辊闸B-B-3） 13000 15000 15.38
11 车辆检测器 1250 1670.4 33.63
12 地感线圈 600 300 -50.00
13 车牌识别软件加密狗 6000 5000 -16.67
14 数字摄相机 2200 1000 -54.55
15 数字变焦镜头 800 600 -25.00
16 人员语音提示器 2500 1200 -52.00
17 LED显示屏（B-X-10） 35000 12000 -65.71
18 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X-B-2） 29000 16264.8 -43.91
19 人员信息移动采集装置（X-B-3） 29000 20132.8 -30.58



现代工程项目管理·2024� 第3卷�第11期

147

3.1  预测推演

本节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中设备价格按近期

调整，同时将设备周转次数由三次变为四次，推演了

110kV、220kV输变电工程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

费用。推演前后的110kV、220kV变电工程模块费用指标

如下：

表2��110kV变电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指标

序号 模块编码
模块选
择数量

现行模块费用
指标（元）

推演模块费用
指标（元）

1 T-B-1 1 11051 8269 
2 T-B-8 1 11961 9244 
3 T-X-1 1 3708 1566 
4 T-X-3 1 4115 3968 
5 T-X-4 1 1841 888 
6 T-X-5 1 12348 12236 
7 T-X-7 1 777 501 
8 T-X-8 1 2664 2640 
9 B-B-2 1 19226 18412 
10 B-B-9 1 41939 38534 
11 B-X-1 3 2088 2070 
12 B-X-2 3 1002 856 
13 B-X-4 1 10022 9107 
14 B-X-5 3 1356 813 
15 B-X-6 3 753 617 
16 B-X-7 3 1540 941 
17 B-X-10 1 21583 11856 
18 合计（万元） 16.26 13.31

表3��220kV变电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指标

序号 模块编码
模块选
择数量

现行模块费用
指标（元）

推演模块费用
指标（元）

1 T-B-1 1 11051 8269 
2 T-B-9 1 16102 11725 
3 T-X-1 1 3708 1566 
4 T-X-3 1 4115 3968 
5 T-X-4 1 1841 888 
6 T-X-5 1 12348 12236 
7 T-X-7 1 777 501 
8 T-X-8 1 2664 2640 
9 B-B-3 1 20065 19243 
10 B-B-9 1 41939 38534 

续表：

序号 模块编码
模块选
择数量

现行模块费用
指标（元）

推演模块费用
指标（元）

11 B-X-1 3 2088 2070 
12 B-X-2 3 1002 856 
13 B-X-4 1 10022 9107 
14 B-X-5 3 1356 813 
15 B-X-6 3 753 617 
16 B-X-7 3 1540 941 
17 B-X-10 1 21583 11856 
18 合计（万元） 16.64 13.64

通过推演结果可以看出，现行110kV变电工程模块费
用指标为16.26万元，推演后的费用指标为13.31万元，共
降低2.95万元，占费用指标的18.14%。现行220kV变电工
程模块费用指标为16.64万元，推演后的费用指标为13.64
万元，共降低3万元，占费用指标的18.03%。
4��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管控进行研

究，首先对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费用结算管控现状进

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管控策略。其次根据管控策略

将110kV、220kV输变电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中设备价
格按近期调整，同时将设备周转次数由三次变为四次，

推演了工程现场人员管理系统模块费用。相关研究成果

管控质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优化电网企业资源

配置、提升电网企业管理水平、保障电网企业的可持续

发展和投资收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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